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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多种成分对豚鼠皮肤 型人疱疹病毒感染的治疗作用

基金项目 由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王志洁 黄铁牛 武汉大学医学院 湖北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摘要 目的  以阿昔洛韦 √ ≤ ∂ 为阳性对照 ° ≥以及含 二甲亚砜 ⁄ ≥ 的 ° ≥为阴性对照 观察了黄芪三

种成分在活体中的抗人疱疹病毒 型作用 ∀方法  用 ≥∂2 ≥2 株感染豚鼠皮肤的动物模型 观察了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

总黄酮抗 ≥∂2 药效 ∀结果  临床观察结果表明 ≤ ∂ 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处理皮区的累积计分依次为 ?

? ? ? ≤ ∂ 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处理皮区的痊愈天数分别为 ?

? ? ? 与 ° ≥及含 ⁄ ≥ 的 ° ≥处理皮区有明显差异 并具有统计学意

义 ∀ ≥∂2 ≥2 株感染过程中各处理皮区的大体照片及皮肤样本的病理滴度检测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结论  配对 × 检验的

结果表明 与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处理皮区的累积计分 !痊愈天数与 ≤ ∂ 阳性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病毒滴度检测结

果也如此 ∀说明黄芪三种成分与 ≤ ∂ 药效相近 值得开发利用 ∀

关键词 黄芪总皂苷 黄芪总多糖 黄芪总黄酮 豚鼠 人疱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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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人疱疹病毒可引起唇疱疹 !疱疹性角膜结膜炎 !新

生儿脑炎等多种疾病 ∀阿昔洛韦 √ ≤ ∂ 对小鼠脉

络膜视网膜炎≈ 及疱疹性角膜结膜炎≈ 有显著疗效 也可抑

制无毛小鼠皮下 ≥∂2 ≥株感染≈ ∀但是在治疗人类感

染时易产生 ≤ ∂ 耐药株≈ ∀新药 ≤ √ 在治疗患 ≥∂

感染而对 ≤ ∂ 无反应的 ⁄≥患者效果较好≈ 但有很大的

肾毒性≈ ∀筛选研制新的抗病毒药是重要的 ∀

黄芪是豆科黄芪属植物膜夹黄芪 Αστραγαλυσ µε µ2

βραναχευσ ƒ ∏ 和内蒙古黄芪的根 具有广谱的抗

病毒作用 ∀我们早期的研究表明 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

总黄酮这三种成分≈ 对 ≥∂2 ≥2 株和 ≥∂2 株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为了观察黄芪以上三种成分在活体中对

≥∂2 ≥2 株感染的抑制作用 我们利用豚鼠皮肤 ≥∂2

感染的动物模型进行了观察 现在将实验结果报道如下 ∀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1 1 1  中药  由武汉大学医学院中南医院中药房提供 由

中南医院中医科鲁遂荣教授鉴定 ∀经无水乙醇反复回流提

取 次 放置 过滤 滤液减压浓缩后用蒸馏水饱和的正丁醇

萃取 减压浓缩正丁醇萃取部分得黄芪总皂苷提取物≈ ∀将

用乙醇提取过的黄芪药渣干燥 !浓缩 加乙醇使乙醇浓度为

静置 倾出上清液 沉淀加水溶解 离心除去不溶物 溶

液再加乙醇使乙醇浓度为 滤出沉淀物 加水溶解后加

活性碳脱色 然后加乙醇沉淀 沉淀依次用无水乙醇 !丙酮洗

涤 低温干燥 备用≈ ∀黄芪总黄酮的提取基本上按照侯云

德等≈ 的方法 ∀即将黄芪水煎液经乙醇抽提后 水相溶液过

聚酰胺柱 留柱物用乙醇洗至基本无色 洗脱液减压浓缩 室

温放置干燥得黄芪总黄酮提取物 ∀这些提取物的基本化学

性质证明它们的确是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提取物≈ ∀

用含 二甲亚砜 ⁄ ≥ 的 ° ≥配制黄芪总皂苷浓度为

Λ 总多糖为 总黄酮为 Λ

母液待用 ∀

1 1 2  阿昔洛韦 ≤ ∂ 批号为 2 丽珠集团湖北科

益药业有限公司 用 ° ≥配制成 用于动物实验 ∀

1 1 3  细胞与病毒 2 细胞购自武汉大学典型培养物保

藏中心 ∂ 细胞及 ≥∂2 ≥2 株由本室保存 ∀按常规方

法培养细胞 繁殖病毒 ≥∂2 ≥2 株半数组织培养感染剂

量 ∏ ∏ ∏ × ≤ ⁄ 为

∀

1 1 4  动物 ⁄∏ 2 白毛豚鼠 重 ∗ 购自

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本实验均用雄性豚鼠 每天喂

次青菜及饲料 水随意饮用 ∀

1 2  方法

1 2 1  病毒接种方法  在戊巴比妥钠麻醉下 将豚鼠背部

按常规方法脱毛 清洁 消毒 用标记笔把豚鼠背部脱去皮毛

部分分成六个皮区 ∀在每个皮区的中心皮内注射 ∏

≥∂2 ≥2 株病毒 ∏ ∏ ° ∏指空斑

形成单位 ∀在麻醉后的睡眠中 动物保存在 ε 方法基

本上同 ≥ ∏ 和 ≈ ∀

1 2 2  动物分组  实验共用 18 只豚鼠 分为两组 ∀对照组

只 黄芪组 只 ∀对照组 个皮区涂 ≤ ∂ 个皮区用金银

花 个皮区涂 ° ≥ ∀黄芪组 个皮区涂含 ⁄ ≥ 的

° ≥ 另外 个皮区涂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 ∀

1 2 3  治疗方法  在豚鼠接种 ≥∂2 ≥2 株后 开始

治疗 ∀本实验以 ≤ ∂ 为阳性对照 ≤ ∂ 的溶剂对照为 ° ≥ ∀

本实验的阴性对照为含 ⁄ ≥ 的 ° ≥ ∀对照组每只动

物背部一侧的 个皮区用 ≤ ∂ 一个皮区用金银花 因篇幅

所限 见于其他文章 另外 个皮区用 ° ≥ ∀黄芪组每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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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背部一侧 个皮区涂加入 ⁄ ≥ 的 ° ≥ 另一侧 个

皮区依次涂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 ∀用微量加样器加

Λ ≤ ∂ !° ≥ !金银花 !含 ⁄ ≥ 的 ° ≥ !黄芪的总皂

苷 !总多糖 !总黄酮于各自对应的皮区上 涂抹感染部位 等

药物干燥为止 ∀每天抹药两次 共用药 ∀

1 2 4  病变的记分系统  为了定量药物的作用 按 ≥ 2

∏ 和 的方法≈ 确立了一个记分系统 见于表 ∀

在给豚鼠接种 ≥∂2 ≥2 株后 接种的区域每天按症状记

分 次 ∀疱疹发生时的记分以阿拉伯数字显示 当疱疹开始

干并结痂时 记分改用罗马数字 ∀所有记分均双盲地进行

将感染过程中所有的阿拉伯及罗马记分数字加在一起得到

累积的记分 ∀每天用脱毛剂脱毛以利于记分 未发现脱毛对

病变有作用 ∀

表 1  豚鼠 ≥∂ 感染的记分系统≈

Ταβ 1  ≥ ≥∂ ∏

接种皮肤的外表 记分

发红 轻度水肿

发红 ∗ 个小疱疹

发红 无数小疱疹

无数大疱疹 如果紧密相连 合成一片

疱疹干 有大痂

痂壳掉

剩 的痂壳

末感染或痊愈区 !无壳或疱疹接种的创伤 存在非常低剂

量的 × ≤ ⁄

1 2 5  感染过程中豚鼠各皮区 ≥∂2 ≥2 株滴度的检测

 在接种 ≥∂2 ≥2 后的第 天取豚鼠皮肤

进行 ≥∂2 ≥2 株滴度的检测 以观察 ≥∂2 感染的豚鼠

皮肤不同时间的病毒滴度 ∀先以含 ∏ Λ 的青

链 霉素的培养液 浸泡 的豚鼠皮肤样本 ε 过

夜 次晨加 生理盐水 剪碎后用玻璃匀浆器研磨成匀

浆 以 离心 除去组织碎片 把上清液接种到

小方瓶的 ∂ 细胞上 吸附 加维持液 ∀待 后

∂ 细胞病变达 ∗ 时 冻融 次 将 病毒悬

液作 ∗ 稀释后 检测病毒的半数组织培养感染剂

量 × ≤ ⁄ ∀

1 2 6  结果的统计学处理  根据标准方法作配对 τ检验

以比较病变的痊愈时间及累积记分的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2 1  黄芪多种成分对豚鼠皮肤 ≥∂2 ≥2 株感染的治疗

作用

从表 可见 ≠ 涂抹 ≤ ∂ 与 ° ≥的皮区相比 涂抹黄芪

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与涂抹含 ⁄ ≥ 的 ° ≥的皮区

相比 不论是累积计分 还是痊愈天数 Π值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提示 ≤ ∂ 及黄芪总皂苷对豚鼠皮肤的 ≥∂2 感染具有

治疗作用 ∀ 把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的累积计分与

痊愈天数加以比较 可发现 种成分的治疗效果相近 ∀

表 2  豚鼠感染皮区的累积计分和痊愈天数

Ταβ 2  ≤∏ ∏ √ ∏

药物
投用不同药物

皮区数

累积计分

均数 ξ ? σ
Π值

投用不同药物

皮区数

痊愈天数

均数 ξ ? σ
Π值

≤ ∂ ? ?

° ≥ ? ?

总皂苷 ? ?

总多糖 ? ?

总黄酮 ? ?

含 ⁄ ≥ 的 ° ≥ ? ?

2 2  黄芪多种成分治疗豚鼠皮肤 ≥∂2 感染的大体照片

结果 ≠ 涂 ° ≥ ≤ ∂ 含 ⁄ ≥ 的 ° ≥ 总多糖 总皂

苷 总黄酮的皮区 都感染了 ≥∂2 ≥2 株 长了疱疹 从第

天到第 天 有一个病变发展的过程 以第 天的病变最厉

害 与皮肤样本病毒滴度的检测相比较 对照皮区第 ∗ 天

的平均病毒滴度从 是一致的 ∀ 涂 ≤ ∂

的皮区与涂 ° ≥的皮区 尤其是涂 ≤ ∂ 与涂 ° ≥ 第 天的

皮区相比较 虽然第 天 第 天皮肤病变的差异不明显 但

第 天 第 天涂 ° ≥的皮区病变加重时 涂 ≤ ∂ 皮区病变

逐渐减轻 第 天 第 天 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 可以看出

涂抹 ≤ ∂ 对 ≥∂2 感染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涂总皂苷 !总

多糖 !总黄酮的皮区与涂含 ⁄ ≥ 的 ° ≥ 的皮区相比

较 尽管第 天 !第 天皮肤病变的差异不明显 但是到第

天 !第 天涂含 ⁄ ≥ 的 ° ≥的皮区病变加重时 涂总

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的皮区病变已减轻 到第 天 !第 天

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 可以看出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

对豚鼠皮肤 ≥∂2 感染具有显著的治疗作用 与病毒滴度

的检测结果是一致的 ∀ ≈涂 ≤ ∂ 与涂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

酮的皮区相比较 ≤ ∂ 与以上黄芪三种成分对 ≥∂2 感染

的治疗作用相似 与临床观察的结果是一致的 ∀ 第几天 是

指接种病毒后的天数 ∀

2 3  黄芪多种成分治疗豚鼠皮肤 ≥∂2 感染过程中病毒

滴度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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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豚鼠皮肤 ≥∂2 感染的病毒滴度

Ταβ 3  ∂ ∏ ∏ . ≥∂2

样本
接种后 ∗ 的 ≥∂2 病毒滴度

对照 3

≤ ∂ 皮区

总皂苷皮区

总多糖皮区

总黄酮皮区

注 3 括号内是指检测病毒滴度的样本数 ∀病毒滴度 指样本的平均 × ≤ ⁄ 为 ∀

  从表 可见 ≠ 在 ≤ ∂ 及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

处理的皮区 肉眼观察痊愈的天数 豚鼠皮肤尚分别有

的 ≥∂2 ≥2 株存在 后的

确是痊愈了 ∀ 对照组在第 天及第 天其皮区 ≥∂2

≥2 株滴度分别为 及 ≥ 2

∏ 和 ≈ 的豚鼠模型对照组皮区到第 天痊愈 与

我们的结果是一致的 ∀

3  讨论

我们用 ≥∂2 ≥2 株感染豚鼠皮肤的动物模型 观察

了黄芪多种成分对豚鼠皮肤 ≥∂2 感染的治疗作用 ∀综合

上述实验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用配对 × 检测处理

≤ ∂ 及黄芪三种成分对照组的累积计分及痊愈天数 表

Π值分别为 说明溶剂对照组对实验结果没

有影响 ∀如果把 ≤ ∂ 处理皮区的累积计分与黄芪总皂苷 !

总多糖 !总黄酮处理皮区的累积计分分别加以比较 Π值为

∀把 ≤ ∂ 处理皮区的痊愈天数与黄

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处理皮区的痊愈天数分别加以比

较 Π值为 ∀说明从临床观察的结果

来看 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治疗豚鼠皮肤 ≥∂2 感

染的治疗作用与 ≤ ∂ 相近 ∀ ≤ ∂ 及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

总黄酮治疗豚鼠皮肤 ≥∂2 感染的大体照片与临床观察是

一致的 ∀ ≈ 从表 结果提示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治

疗豚鼠皮肤 ≥∂2 感染的效果与 ≤ ∂ 相近 与临床观察的

结果是一致的 ∀

我们早期的研究表明 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以及总

黄酮≈ 对 ≥∂2 ! ≥∂2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与我们在豚鼠

皮肤 ≥∂2 ≥2 株感染的动物模型中得到的结果是一致

的 ∀以上结果表明黄芪总皂苷 !总多糖 !总黄酮抗 ≥∂ 感染

的作用值得开发利用 ∀我们将进一步观察黄芪以上的三种

成分对 ≥∂2 感染小鼠阴道炎的抑制作用 这些工作正在

进行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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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

≈7 王志洁 黄铁牛 刘焱文 等 黄芪总多糖抗人疱疹病毒的初步

实验研究≈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8 王志洁 黄铁牛 刘焱文 等 黄芪多种成分抗人疱疹病毒的初

步实验研究≈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9 候云德 宋代军 傅丰永 黄芪某些生物学活性的有效部分的

研究≈ 中西医结合杂志

≈10 ≥ ∏ ≤ ∏

√ √ ∏ ∏ √ ∏ ∏

≈ ∂

收稿日期 2 2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 ° ⁄ ∂




